
扶贫感人故事演讲稿(模板5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
质的演讲稿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讲稿模板范
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扶贫感人故事演讲稿篇一

上午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立下愚公志、真情为扶贫》。

近年来，扶贫工作日益繁重，扶贫压力逐渐增大，相信大家
都切身感受到基层干部的不易，隔三差五有个会，到乡里来
更是天天有的'事；层层压实，层层传导，最终的压力大部分
顶在最基层的干部头上。在这种高压工作环境之下，确实有
少数干部已经出现了畏难抵触情绪。抱怨扶贫就是天天做资
料，不停做资料，因为精准，所以资料很多很多，而且有时
候翻来覆去；多得可以让你无法想象，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头晕目眩。太多重复，形式的资料，从摸底表到汇总表，从
电子稿到纸质档，每天高负荷，神经紧张，埋头做资料，错
了又重来，一个数据变动，整个资料或许就要改半天。但扶
贫工作确实是松不得，放不下。脱贫攻坚责任重大、任务艰
巨、情况复杂，要想在这项伟大事业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绩，
离不开各级干部不畏艰辛、扎实苦干的奉献精神，离不开社
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全力支持的奉献情怀。

扶贫工作，软件材料是基础。但最终要实现脱贫致富还是要
在因户施策，在加强干群联系上下功夫。入户调查走访是密
切干群关系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没有什么比走访来的更直



接更有效。要让百姓觉得是自己人，有空就往百姓家里走，
即使工作再忙再累，也要经常去了解他们的情况，才能让贫
困情况由枯燥的数字变为具体的详情。当我第一次走进我所
帮扶的贫苦户家中，看到破败的院落，窘迫的生活，我的心
猛地一颤。10几年前一场意外的变故让她儿子英年早逝，老
伴前几年逝世，因病重拖了好几年，欠下了一大笔医药费，
留下了两个正在上学的孙子。这样的家庭境况连我看到都觉
得毫无希望，那天从我进到家里一直到我离开，她一共说了5
个谢谢，即使在我没有给她带去半点帮助的时候她依然心怀
感激，更让我惊讶的是她说起未来时那种激情和希望"我想
养2头猪，我这个身子喂个猪还可以，猪卖掉就有钱了"，看
到她行动吃力的身体却还满心斗志，我浑身一下子也充满了
干劲，她说：反正要实现脱贫奔小康，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
己，一味等、靠、要是不可能的，我被她的这种志气所振奋，
现在每次看到她都觉得她比之前更加开朗。在我所走访的贫
困户中，虽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去万贯家财，也没有轰轰烈
烈的感人故事，但在油盐柴米与鸡毛蒜皮中，却服务了老百
姓的生活，更得到了老百姓的信任和期盼。作为一个基层干
部，一个正在经历扶贫的干部，接触到贫困户，心里五味杂
陈，累并快乐着，真的很想帮他们多做些实事。对很多贫困
群众而言，资金是发展产业的拦路虎。记得有一户贫困户主
动要发展产业，由于资金不足，想申请政策性扶贫贷款，在
贷款过程中需要填写各种申请表等软件材料，但由于他文化
水平有限，面对各种表格绞尽脑汁、不断询问，也还是无能
为力。再加上身体残疾，来回县、乡办手续非常不便，看着
他无助的神态，我就利用中午、晚上时间帮他赶写申请书、
承若书等材料，来回几次帮他去县里办审批，前几天他的贷
款终于拿到手了，我心里有满满的充实感、成就感、获得感。

这就是我，一个普通干部在扶贫工作中的几个小故事，也许
在大家看来太过平凡，但是于我而言，是鼓励、是肯定、更
是历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将以此为训，始终牢记
当初的承诺：扎根基层，甘于奉献。以平凡之我，平凡之事，
在扶贫路上播撒青春，勇敢前行！



扶贫感人故事演讲稿篇二

历史的车轮开进20xx年，中国进入攻坚扶贫关键一年，在千
千万万扶贫大军中活跃着教师的身影，潘玲玲就是其中一个。

20xx年元月4日下午，作为一位骨干教师的潘玲玲在和同事们
前往走访结对帮扶贫困户的路上，因所乘客车坠落山崖，潘
玲玲伤势过重不幸身亡，年仅31岁。

潘玲玲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20xx年，在初中语文优质课比
赛中，两次荣获一等奖，是该中学重点培养的年轻后备力量
之一。殉职前，她才从清华大学骨干教师培训班返回不久，
可以预见，在教育界有着良好口碑和光辉业绩的潘玲玲老师
一定会成长为桃李满天下的名师。

然而，这一切却因她倒在扶贫路上戛然而止，潘玲玲只是一
名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师，教书育人是她挚爱的事业。然而她，
更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扶贫人，奋战在扶贫前线。一个教师，
没有倒在三尺讲台上，却倒在扶贫路上，不得不说这是一首
教育悲歌。

扶贫，是当前我国一项标准明晰、程序严谨的政策，每个人
都有责任和义务参与这项伟大的民生工程，只是参与形式不
同罢了。但是扶贫应当让专业的人员，去做专业的事，能给
贫困户找出脱贫出路，给出台脱贫政策，把好的项目给予这
些贫困人员，使他们早日摘掉贫困帽子。政府官员、民政部
门、财政部门以及各职能部门和乡镇干部，如今都拿着几千
元的工资的村干部，长期工作在农村一线，他们比长期拿粉
笔的普通教师更有方法引导贫困户脱贫。

在笔者看来，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教师完全可以做更有意
义的事，那就是发挥自己的知识优势通过教育来帮助他们文
化脱贫。消除城市与乡村的教育差距，农村孩子教育水平提
高了，如果能在城里找到工作，收入比没有文化的要多很多，



即使不在城里呆，回到家乡，也能成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
主力。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扶贫，也才能长久的脱贫。

这年头，政府各个部门都有权利号令学校，一纸文件忙得要
乱，各种检查、各种表册多如牛毛，扶贫表册返工n遍。笔者
想问：政府扶贫是靠表册扶贫吗？教师的本质工作是什么？
是教书育人，而不是误人子弟。

作为80后教师，潘玲玲还没来得及多看一眼她的学生，还没
来得及在三尺讲台上施展更大的抱负，就倒在了扶贫路上。
女教师潘玲玲用自己的热血和青春谱写了一曲生命赞歌，但
也是一曲教育悲歌！

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教师在三尺讲台上飞洒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扶贫感人故事演讲稿篇三

《珍惜粮食，告别浪费》

一直以来，我校的食堂中浪费粮食的现象较为严重，一盆饭
菜只吃了几口就倒入饭缸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几乎动也
不动就将饭菜整盆倒掉。在我看来，这种行为，倒也不全是
由于饭菜不合口味，似乎更像是一种习惯了的行为，一种不
把浪费当作一回事的坏习惯。可能有同学会认为：饭菜不对
胃口是导致浪费的主要原因。的确，从客观上看，食堂饭菜
的种类与质量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然而这是否就是造成大量
浪费现象的主要原因，却值得商榷，因为在我们周围大多数
的同学能够能将饭菜吃完，这就是个很好的回答。

对于食堂的浪费现象，有同学会觉得无关紧要。的确，一个
人的浪费看起来不要紧，但许多人的浪费就不一样了。让我
们来计算一下，假设我校500位同学每人每天浪费50克米饭，
那么一天就要浪费25千克，一个学年下来就有1万斤，这么多



粮食，足够一个三口之家吃上7年，如果再考虑蔬菜就是个更
为庞大的数字了。

也许会有同学认为：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了，物质也丰富了，
倒掉一些粮食也不是什么大事。那么请看看这样一份数据：
截至20__年底，我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仍有2365万人，
这，相当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仍旧有如此之多的人过
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况且，我国还是一个粮食进口大国，
“十一五”期间，预计粮食缺口仍有1000亿斤。可见，节约
粮食还是必要并且紧迫的。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希
望我们行动起来，让“节约”这一传统美德，在校园中绽放
光芒。

扶贫感人故事演讲稿篇四

要想国强先富民。今天，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应该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国富民强”，而是现代国家理念下的“民富国
强”。只有老百姓认为中国梦和自己的梦想是一致的，他们
才会全力以赴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中国人甩掉了贫困的帽
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各行各业的发展走向了辉煌
的历程。但我国现在还有7000多万的人口未脱贫，国家政府
的扶贫工作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贫困人口的脱贫之路艰辛
而漫长。为了让扶贫途径更有效，扶贫工作更精准，让我国
贫困家庭更快、更好地脱贫，我国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
的思想，“精准扶贫”是我国强国惠民的好政策。“十二
五”期间，政府加强了扶贫力度，特别是今年以来，政府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确保了“十三
五”开好局，起好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看到了扶贫工作中的实惠，就不断涌现
出想争当贫困户、来争当贫困家庭等现象，有些被评为贫困
户的家庭甚至不想脱贫，以自己是贫困家庭为荣。这无疑是
扰乱了我国政府脱贫攻坚工作的正常秩序，加大了脱贫工作
的开展难度。作为国家的一员，我们应正确认识到国家出台
的扶贫政策，是针对我国真正需要帮助、需要扶持的贫困家
庭，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贫困人口，提高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
是贫困家庭的，就要在国家扶助政策的帮助下，勤劳致富；
达到脱贫条件的，就要按时脱贫，应该把实惠和政策真正地
用到实处，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推进脱贫攻坚战，树立“争
贫可耻，脱贫光荣”的正确思想。

国家精准扶贫工作要从贫困户的思想上进行改造，让贫困家
庭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树立劳动光荣、用双手
创造财富的观念。只有他们有了这样的思想，认同党的惠民
政策，他们才会有动力，有干劲，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脱
贫，而不是拿着国家的实惠得过且过。

让我们大力贯彻“争贫可耻，脱贫光荣”的思想，让脱贫攻
坚深入人心，争取早日让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真正做到民富
国强，共同实现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国梦！

扶贫感人故事演讲稿篇五

大家早上好！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中秋”一
词最早在周朝就已出现，而中秋节的盛行开始于宋朝。为什
么叫“中秋”呢？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是在三秋之中，
所以称“中秋”。中秋节还有许多称呼：“八月节”、“八
月半”、“月节”、“月夕”等等。

同学们，在这美好的日子里，你有何感想呢？我相信，很多
人的答案是：想家，想念爸爸妈妈。



谢谢。


